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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云南野生菌交易市场供销两旺
近期，云南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据云南省昆明市云南木

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负责人介绍，现在是野生菌交易的旺季，

最近每天的交易量超过500吨，交易中心24小时营业，凌晨

2点~7点是高峰期，一些商户每天能卖1吨以上的野生菌。图

为市民在交易中心内挑选野生菌。 刘冉阳 摄

福建永泰新乡村生活美学馆吸引民众
中国传统村落——福建省永泰县月洲村利用废弃的发电站改建新乡村生活美学馆，改造后的

建筑总面积达1000平方米，由图书馆、艺术展厅、乡创课堂等六个部分组成。图为游客在月洲村的

月溪花渡图书馆参观体验。 张 斌 摄

□ 曾盼明

□ 本报记者 邢成敏 邓小辉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

的“头号工程”，是“五个一批”中

最难啃的“硬骨头”，堪称人类减

贫史上波澜壮阔的一个壮举。

在全国易地扶贫搬迁这股

浩大的民生工程浪潮里，湖南脱

贫攻坚重点县——凤凰县因势

而动，顺势而为，以攻坚拔寨的毅

力“易”得广厦千万间，“搬”出群

众幸福新生活，用一砖一瓦筑起

千家万户安居梦。

“十三五”期间，凤凰县2388

户10,929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搬进了新房，开始了崭新的生

活。从2016年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工程以来，凤凰峥嵘跨三载，

让这块位于武陵山片区贫瘠的

土壤开出了致富的“新花”。“好

房子搬得出、好日子稳得住、好

路子能致富”是凤凰向全国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递交的一份成果

答卷，更是该县一直“把让人民

群众安居乐业作为最高遵循”工

作准则的生动写照。

惠民：好房子搬得出

距凤凰县城49公里的禾库

镇，地处云贵高原边缘，是典型

的苗族聚居区，贫困人口高达

1.2万。3年前，村民群众生产、

出行、就医、就学等困难突出，属

于典型的“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

人”重点搬迁区域。

而今，走进禾库镇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区，映入眼帘的是一座

座红黄相间、依偎在水岸旁的两

到三层“小洋房”。此起彼伏、错

落有致的楼房，俨然一幅“空中苗

寨”盛景。“安置区所配套设施和

建筑融合了湘西苗族文化、建筑

等特有元素：依山而建，随地形高

低起伏，一房一街一景，形成一个

易地扶贫搬迁‘空中苗寨’。”凤凰

县易地扶贫搬迁办副主任周芳华

向记者介绍说。

2019年 8月 28日，禾库镇

932户4784人搬迁户全部实现搬

迁入住，共建成安置房756栋——

这也是该县落实“一年规划、两年

实施，3年完成”攻坚部署的一次

具体实践。房子好不好，关键看

百姓是否满意。走进安置区，记

者看到周边配套学校、村级服务

中心公共服务设施已经建设完

成，配套水、电、路、气、电信及绿化

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大家搬迁意

愿很强烈。新居不仅外观美，住着

舒服，里面东西也样样齐全，最主

要的是十分集中，方便大家日常

挨家串门。”搬迁户龙义俊兴奋

地告诉记者，现在看病就医不出

社区就可以实现，换作以前，简

直想都不敢想，觉得自己从“乡

里”到了“城里”。

高位谋划，统规统建。凤凰

县坚持以“心中有民，搬迁惠民”

为工作出发点，按照“就地城镇

化”的思路，对全县23个安置工

程全部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

统一施工，保障人均住房面积

25平方米达标和质量安全，确保

安置房通水、通电、通网、门窗齐

全、简易装修、厨卫功能齐全，全

面达到入住条件，真正实现“拎包

入住”，实施“交钥匙工程”。

安民：好日子稳得住

近日，在腊尔山镇夯卡村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出现了一则

新奇的现象：上学不再爬天梯，

养猪不怕养得肥。

站在腊尔山台地往下看，雷

公潭峡谷两岸，陡峭的岩石层层

叠高，几乎直立于地面。在过

去，夯卡村的苗家人祖祖辈辈在

雷公潭峡谷中生活，与外界接触

的唯一通道就是一条8公里长的

天梯，孩子们上学先过河，再爬

天梯翻山上来，要走2个多小时。

搬迁户杨送兴告诉记者，自

2016年搬进同福苗寨以来，屋外

就是平坦的水泥路，孩子上学再

也不用“爬天梯”。村里考虑到

杨送兴患有肢体残疾，还给他安

排了保洁员的公益岗位，负责打

扫路面、清除杂草，一年有稳定工

资6000元，日子也越过越好了。

“以前在峡谷里，人没吃的，

猪的‘伙食’也不好，好不容易养

肥了，10多个人费力抬到镇上，

当天卖不出去又要抬回来；现在

猪肥了，路通了，夯卡村也脱了

贫，开始奔小康过上好日子。”村

支书麻金革笑着告诉记者。

“十三五”期间，凤凰县结合

东西部扶贫协作济南天桥援助，

为23个集中安置点设置了保安

员、保洁员、保绿员、水电设施维

护员等公益性岗位383个，搬迁

群众着装上岗，在安置区整洁、

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得到保证

的同时，又解决了部分搬迁群众

就业难题。

湖南卫视党的十九大献礼

片《为了人民》第一期《不落下一

户》的主人公吴玉发，未搬迁前，

家徒四壁，面对常年瘫痪在床的

老母亲、全身瘫痪的重病妻子和

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生活一度

跌入谷底，日子苦不堪言。

但无论再贫困再艰难，吴玉发

都没有丧失对生活的希望。在

扶贫工作队帮助下，吴玉发全家

搬迁到同福苗寨，在猕猴桃园、

黄桃园、酸辣香公司、农建队有

了务工机会，依靠努力奋斗，

2017年全家脱了贫，实现了搬

迁与脱贫同步。现在，吴玉发的

妻子每天坐着轮椅，可以在同福

苗寨走亲戚、串门，聊天扯家常，

说的都是开心的事，脸上挂满了

幸福的笑容。

据了解，为确保搬迁群众稳

得住、有事做，凤凰县实施了“易

地扶贫搬迁+特色种养”脱贫工

程，重点扶持腊尔山镇夯卡村等

11个就近村内集中安置点的搬

迁群众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并按

照“一点一策”甚至“一点多策”的

后续帮扶思路，扶持搬迁群众发

展猕猴桃、食用菌、油茶、漆树、油

桐、黄牛黑猪等特色种养产业。

同时，建立“公司+基地+农户”

“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等经

营方式和产业托管模式，实现一

人发展一亩以上的农业产业。

富民：好路子能致富

如何确保搬迁户搬得出、稳

得住的情况下，能逐步致富？凤

凰县如何念好群众“致富经”？近

年来，该县充分依托凤凰旅游的

品牌资源优势，把握全域旅游发

展契机，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

旅游”脱贫工程，在全域旅游精品

线路上建设集中安置点10个，安

置点建成即成景区。鼓励扶持搬

迁群众发展民宿酒店、餐饮娱乐、

工艺品经营，引导搬迁群众从事

导游讲解、卫生保洁、安全引导、

售票咨询等旅游服务业。

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

目前，该县已成功引进秀兰集团、

中青宝、华夏集团等一批企业，投

资发展全域旅游，同时旅游快进

慢行系统快步推进，为搬迁群众

提供了丰富的创业就业机会，山

江老家寨和东就、沱江镇大坳以

及廖家桥镇安置区搬迁群众在旅

游行业找到了适合的岗位。毋庸

讳言，该县因地制宜，为群众谋划

了一条依靠旅游致富的“新路

子”，开辟出一条旅游开发与新型

城镇化相融合的致富新路。

在山江镇老家寨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搬迁户龙泥周父母

告诉记者，老家寨旅游产业兴

旺，通过自己日常摆小摊卖旅游

纪念品收入不错，可以实现日常

用度自足。“自2018年8月入住

以来，村里为龙泥周制定了系列

后续帮扶措施，将其安排在凤凰

旅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就业，年

收入达45000元以上，收入不仅

有保障，还可以实现就近务工照

顾老小。”村干部说。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2018

年，通过自身努力和国家帮扶，

龙泥周实现“一超过两不愁三保

障”，顺利实现脱贫。2019年，

龙泥周一家人均纯收入到8600

元，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基础上建设

成了小康家庭。4年时间，龙泥周

实现了从低保户到一般贫困户、从

脱贫户到整体小康家庭的嬗变。

安居是乐业之本，安居梦就

是老百姓的幸福梦。这个梦一

头连着遥远的过去，一头连接亟

待实现的未来。过去，在易地扶

贫搬迁“凤凰模式”的护航下，搬

迁群众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安居

梦；未来，凤凰将插上经济腾飞的

翅膀，扬帆而起，逐浪而行，持续

推进“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

致富”的幸福愿景行稳致远。

□ 张攀江

□ 本报记者 王 冬

连日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

区苏嘴镇建仪村400栋西瓜大

棚里热热闹闹，选瓜、采瓜、抬

瓜……一片如火如荼忙碌的丰

收景象。“今年种了300亩西瓜，

主要是早佳8424和美都、苏梦

系列，目前已经进入成熟采摘

期，预计总产量在 210 万斤左

右。”建仪村党总支书记汤其美

告诉记者。

看着红红火火的采摘景象，

很难想象5年前这个村还是“一

穷二白”。2015年，建仪村集体

收入不到3万元，居民人均收入

不足4000元，贫困人口600多

人，占全村人口的20%，是远近

闻名的省定经济薄弱村。

要想富，引项目。2016年，

建仪村解放思想，在基础条件

差、发展项目不具备平台要素的

情况下，积极向上争取200万元

扶贫资金，与江苏天裔鸽业开展

合作，入股两个鸽舍，以股金分

红的形式获取收益。当年，村里

获16万元分红。

建仪村还在苏嘴镇工业园

区实施了标准化厂房项目，大的

标准化厂房2000平方米，年租

金收益12万元，小的标准化厂

房一年也有2万多元收益。

李其成是村里的建档立卡

低收入农户，厂房出租后村干部

主动介绍其家属进厂务工，后又

介绍其初中毕业的女儿进厂务

工，年收入4万余元，贫困户顺

利脱了贫。

“我们还将鸽舍分红收益全

部分给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这

个分红每年都有，为他们解决了

部分困难。”汤其美说。

尝到了甜头的建仪村，发展

思路更加开阔。随后，村子又招

引了一个精品花卉种植项目，从

村民手上流转土地100亩，建设

钢架大棚，搞月季花种植。当

年，村集体从花卉种植中获得

5万元收益。

据汤其美介绍，从2016年

开始，建仪村连续实施了鸽舍分

红项目、标准化厂房项目和精品

花卉种植项目，不仅给建仪村村

集体带来了收入，而且通过工厂

务工、土地流转等途径，为村子

脱贫奠定了基础。2016年，建

仪村摘掉了“穷帽子”。

要想富，先修路。2018年，

建仪村积极向上衔接扶贫项目，

争取到1200万元资金，修建了

一条崭新的府前路。路段长

1.45 公里，宽 16 米，架设路灯

100盏。高标准的道路不仅为村

子增添了几分颜值，更重要的是

以前没人肯承包的地，成了热门

的“香饽饽”。

路没修之前，汤其美看着肥

沃的田野干着急，到处找人搞承

包。一听说哪里有人想包地，就

立即去接洽。

有一次汤其美听说一个浙

江种植大户想搞西瓜种植，马上

主动上门游说，费尽口舌请人家

来看地块，结果种植大户到现场

一看，再低的价格也不肯承包，任

凭汤其美怎么说都不愿意。因为

路不畅，种了东西也运不出去。

路修好后，这名种植大户第

一时间找到汤其美，表示愿意承

包附近土地。最终，汤其美以

1500元一亩的价格租给了这名大

户200多亩地。紧接着，陆续有

外村种植大户、江阴百寿康农业

发展公司等来村前，流转了土地

500多亩，实施瓜菜和精品芦笋种

植，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3万元，同

时带动低收入农户13户就业。

今年，建仪村又流转土地

1000亩承包给大户种植。其中

225亩设施蔬菜基地建设项目，

搭建了400栋大棚，承包给大户

种植早佳8424、美都、苏梦6号

等系列西瓜，除了村民获取租金

收益外，村集体每亩地可获益

500元，整个项目收益15万元。

“西瓜销售已经接近尾声

了，今年总销售在300多万元。

西瓜采摘结束后，我们会改种辣

椒、包菜等作物。”汤其美说出下

一步打算。

除了设施蔬菜基地建设项

目外，今年1月份，建仪村还争

取了270万元产业富民资金，新

建了一个占地280亩的芦笋园，

准备与客商合作搞芦笋深加工

项目。

建仪村的缤纷产业“从无到

有”“从少到多”，致富之路越走

越宽。据了解，下一步，建仪村

还准备利用电商进行线上销售，

实现销售多元化。

走进现在的建仪村，宽阔的

水泥路、明亮的路灯、错落有致的

行道树，俨然一幅“春天桃红柳

绿，秋天瓜果飘香”的社会主义新

农村唯美画卷。昔日的省定经济

薄弱村，荣获了省级“绿美示范

村”的荣誉称号，在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本报讯 近日，国家发

改委公布2020年17个国家

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

（全国首批）。安徽省申报的

合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成功入选。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城乡冷链物流设施

补短板决策部署，构建国家层

面的骨干冷链物流基础设施

网络，提高冷链物流规模化、

集约化、组织化、网络化水平，

支持生鲜农产品产业化发展，

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国家

发改委组织开展了2020年国

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评选，并

将统筹利用相关政策和资金

支持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范围内的相关项目建设。

下一步，安徽省将加强

衔接协调，促进合肥国家骨

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加快。

进一步加强与国家发改委衔

接，积极做好合肥国家骨干

冷链物流基地范围内相关项

目申报和中央补助资金争取

工作。会同相关部门建立日

常工作协调机制，及时协调

解决合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

基地建设中出现的有关问

题。指导配合合肥市相关部

门以及合肥国家骨干冷链物

流基地建设运营企业，进一

步加强冷链物流设施设备改

造，促进业务流程和经营模

式创新，及时总结成功经验

和先进模式。依托合肥国家

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积极发

挥好示范引领作用，打造安

徽省生鲜农产品全产业链冷

链物流体系。

（陆加军 张海帝）

本报讯 吉林省乾安

县近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行

动，进一步营造快捷、高效、

规范、透明的营商环境和政

务服务体系。

乾安县政数局联合县

融媒体中心开辟营商环境

建设专栏，推出《优化营商

环境我们在行动》主题电视

节目，每天安排1个乡(镇、

场)或部门（单位）参与，正面

宣传各地各部门在优化营

商环境中做出的贡献。

乾安县不断强化“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目前共有

28家单位、150名工作人员

进驻大厅办理全县1021项

政务服务事项，综窗受理事

项达到753项；组织开展了

“一把手访千家、进百企、走

流程、坐窗口、跟执法”活

动。截至目前，28名相关部

门领导干部参与了“一把手

走流程”工作，共整改100余

件各类问题。

乾安县还将深化建设工

程审批重点领域改革，拟采取

容缺审批、并联审批等方式，

精简审批流程。依法查处行

政审批工作中的各类案件，

督促各部门按照职能履职践

诺，强化纪律约束。

（王富栋 赵国成）

“ 从 无 到 有 ”的 致 富 之 路
江苏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建仪村引项目修公路，经济薄弱村变成“绿美示范村”

逐浪百姓安居梦 风劲扬帆正当时
——湖南凤凰县易地扶贫搬迁纪实

安徽合肥入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打造生鲜农产品全产业链冷链物流体系

吉林乾安县优化营商环境见实招

建设工程拟采取容缺审批、并联审批

本报讯 7月16日晚，

因疫情推迟4个月的“3·15”

晚会在中央电视台上线播

出。晚会聚焦食品安全、汽车

出行、住房精装、在线教育等

多个行业，多家知名企业被点

名曝光。其中万科精装房漏

成水帘洞、汉堡王使用过期面

包、趣头条屡现违规广告等问

题的曝光，更将涉事企业送上

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近年来，大批假冒伪劣

产品被查封退市，七天无理

由退换货等新规极大规范了

市场交易行为，消费者体验

大大改善。但正如晚会所曝

光的那样，消费侵权现象仍

屡见不鲜，打击消费侵权行

为仍需常抓不懈。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

兴。虽然多家涉事企业纷纷

道歉，并承诺对相关问题严加

彻查，坚决整改，但消费者已

不太确定这种公关手段有几

分真心实意。说到底，消费领

域乱象屡禁不止，无非部分商

家利益熏心铤而走险。想要

真正获得消费者的长久信赖，

企业还需从自身做起，严格把

控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3·15”晚会一年一度，

但消费者每天都在消费。

“3·15”既是一个标志，更是

一种警示：维护消费者权益，

营造公平、完善的市场环境，

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多方持

久发力。于企业而言，应时

刻谨记尊重消费者、敬畏市

场、守法经营。于政府而言，

应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不断健全商家考核机制，畅

通日常举报渠道。而于消费

者来说，要敢于行使自己的

合法权利，大胆向不良商家

说“不”，将维权进行到底。

（谢雅婷）

打击消费侵权行为仍需常抓不懈

“3·15”晚会聚焦食品安全、汽车出行、

在线教育等多行业


